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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年。
而且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
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
的传统。
即使对于整个近现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
　　20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乡村社会变革虽然在世纪末取得了质的飞跃，但变革的历史进程却仍在继
续。
20世纪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从“长时段”探讨中国近现代历
史发展规律性的课题，而且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变革、发展道路的重大课题。
这是它所独具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脱
之路的现实需求，催促着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
诚如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
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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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具体研究之前笔者作以下几点说明：1.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近代新学教育不仅指正规的学校教育，
而且应该包括学校教育体系之外的社会教育，由于受资料和视野的限制，社会教育从略。
挟欧风美雨而来的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毫无疑问，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中国社会的转型
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虽然本论文对近代新学教育的界定包括教会学校，但因受视野和材料所限没有将其列为考察对象。
2.清末民初的教育革新始于1901年，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新学教育才成为国家权威的教育制度。
此后，尽管困难重重，新学教育一直在艰难曲折中稳步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受战争影响中国很多地区的新学教育进程中断，处于瘫痪状态。
因此，本课题将研究对象置于清末民初的历史大坐标下，约1900—1937年，加以考察，在具体处理中
上下限或有延伸。
3.“以社区结构的视角来看，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和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
的社会区域概念。
”在此，笔者将近代社会的村（庄）、乡（镇）、小县城归属于乡村范畴，他们构成了乡村社会的三
级区位。
其中，村（庄）、乡（镇）以其浓厚的乡土和特色成为乡村社区的主体，小县城以其拥有相对较为集
中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不但成为乡村教育的前沿阵地而且是城市和乡村文化交流的中转站。
4.从区域角度来讲，清末民初城市化进程较快，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当属沿海沿江地区，而广大的中西
部地区仍然以乡村社区为主，也就是说，清末民初时期广大的内陆腹地较之东南沿海省市是更具代表
性的乡村。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关于乡村的统计资料和历史记录相对缺乏，故往往将中西部内陆省份如新疆
、甘肃等看作乡村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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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锦花，女，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后，中国民航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教育史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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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私塾塾师实行个别教学，读得多而讲得少，教学方法的特点是死记硬背，体罚非常严重。
对此，教育部公布的《改良私塾办法》在教学方法方面规定私塾“教学时须以引起儿童学习之兴趣为
主，并须注重理解，不得专重背诵”；对于具体课程，如私塾的训育课，要求“须注重积极诱导方法
，绝对禁用体罚”。
①各省市教育厅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对私塾的教学方法予以规范。
如江苏省还将私塾教学方法改进与否列进了《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要求私塾实行新的
教学方法，如自然科，要求私塾充分利用图表、标本、仪器或该塾之自然环境，作直观教学；劳作要
利用农作工具饲养鸡兔，莳种花蔬，搜集竹头、木层、碎石、残砖、废纸、败器，俾儿童来学之际得
堆砌鸡房兔室，练习灌溉芟锄等，“以养成其劳作与使用工具之习惯及建造之兴趣”；遇必要时得率
最高年级学生往商品陈列所及商店等参观，“以养成其重商之观念”；②规定“私塾教法可用分团授
课，特别注重讲解”，否则予以取缔。
　　此外，关于私塾的校舍、设备均有规定。
如《改良私塾办法》明确规定，对塾舍简陋妨碍儿童之卫生者，一律予以取缔。
③安徽省涡阳县规定，塾舍必须“地址高爽，面积敷用；空气流通，光线充足；室内外整洁，无秽物
积存”；私塾内必须具有如下设备：（1）总理像及党国旗；（2）铜铃、黑板及粉笔；（3）面盆、手
巾、痰盂及扫帚等清洁用具；（4）桌椅不拘形式，但须分排排列，高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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